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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a-
lyzed, and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 with transforma-
tion strain has been proposed to make enterprise deal with the changes of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some issues, such as the reason of innovation (the power source of innovation), 
the objectives of innovation (divided into quantify objects and non-quantifiable objects), as well as how to 
achieve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solution plan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en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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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重分析了企业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特点，为企业应对时刻都在变化
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提出了以变应变的发展方式，并针对为什么要创新（创新的动力来源）、创新
的对象是什么（把创新对象划分成量化对象和非量化对象）、怎样实现创新等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管理
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创新对象；创新实现 
 

1 引言 

当今时代瞬息万变，市场、环境和顾客的需求也

随之变化，为了适应一个时刻变化的市场、环境、需

求、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必须及时做出快速反应，

造就竞争优势[1]。创新是在变化中创造优势，“以变

应变”是企业积极应对外部变化的一种生存之道。管

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企业主动出击，赢得发展的双动

力。 

管理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在于：建立一个高

效的管理体系，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收益，激

励个人和组织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生

产效率、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所以说管理创新是实

现企业发展的源动力。 

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在于：企业最终得

依赖产品实现企业的价值。管理创新只是给技术创新

创造条件，但当管理实现创新，为技术创新营造了必

要的条件后，技术创新能否形成有效突破，其结果是

不确定的，还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主体—人—寻找创新

方向、运用创新方法实现有效的创新，最终将技术创

新通过商业化的产品表现出来并实现企业的价值。企

业价值的实现无疑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动力。 

2 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体系（见图 1）

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依赖、互

相促进，和谐共存；但是两者由于创新的侧重点不同

所以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管理创新侧重对全局的把

握，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建立高效的管理制度与组

织构架[2]、营造浓厚的创新文化，并为产品的价值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0775111，50505017），霍英东青年基金

（11105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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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建适宜的商业模式[3]；而技术创新侧重在局部形

成突破，通过产品创新突破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Figure 1. Corporate innovation system 
图 1. 企业的创新体系 

2.1 管理创新是实现技术创新的保障 

管理创新直接影响技术创新的三要素：人员配置、

资金、信息，而人员配置、资金、信息是企业技术创

新成败的关键。 

技术创新是一项集体智慧共同作用的产物，所以

技术创新需要一个合理的人才资源配置，也就是说需

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技术创新团队，专门从事技术创新

工作[4]； 

我国企业的创新力不足，其中一个重要要原因就

是创新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

风险的特征，所以技术创新需要一个合理的金融资源

配置才能保证创新行为的顺利进行； 

技术创新需要一个高效的信息平台，创新行为的

成功与否与创新主体所获取的信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

有很大关系，因为创新主体需要通过信息来判断创新

方向和采用何种创新方法，管理创新对信息的采集和

传递实施有效的控制，可以提高技术创新决策的准确

性。 

技术创新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受到技术创新主体

能力、行为方式、技术创新过程的随机性的影响，所

以管理创新还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和对技术创新过程的

细节管理来降低技术创新过程中不确定性，提高现有

技术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确保技术创新的成功。 

2.2 技术创新为管理创新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的影响力已

经渗透到了管理创新的相关领域，为管理创新提供了

新方法和新思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管理创新提供

了多种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制造执行管

理系统……；互联网技术、无线通讯技术都是技术领

域的创新成果，同时它们的出现也推动了管理创新[5]：

实时监控、视频会议……，信息传递由人-人传递变成

了人-机互传，信息传递的效果由失真、误传变成了准

确、可靠、快捷……。 

产品实现

设计创新 工艺创新

价值实现

商业模式

创新
制度

组织

文化

创新

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

资源

3 创新的特点及其价值体系 

3.1 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特点 

管理创新具有开放性的特点[6]。管理创新的行为、

方式方法……等都是公开的，没有专利保护手段，容

易被竞争对手学习或模仿；但由于管理创新的成效是

个渐进过程，很难突飞猛进，所以它又具有一定的隐

蔽性，容易被竞争对手所忽略，只有当企业的产品表

现出优异的竞争力的时候，竞争对手在探寻该企业的

产品成功要素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现企业成功的关键因

素是企业成功的管理造就了他们优秀的产品。 

技术创新具有封闭性的特点。由于现在专利保护

意识的增强和专利法的完善，使得技术创新成果受到

法律的保护，企业在专利保护的有效期内可以独享创

新成果带来的超额利润。但同时技术创新成果有具有

相对的公开性，因为你的创新成果必将以产品的方式

推向市场实现价值，同时也将引起竞争对手的关注与

警觉，或许你的技术创新成果也就成了点燃竞争对手

灵感的星星之火，当对手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的

时候，你的创新成果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危机，所以

为了保持企业的优势技术创新就将成为企业的一种常

态，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然而要想让企业技术创新具

有持久的动力，那么企业的管理创新也将日夜兼程为

技术创新保驾护航。 

3.2 创新的价值体系 

实现社会价值和创造利润是企业得以存在的根本

目的。在创新价值体系（图 2）中，企业可以通过两

条途径来实现其价值。 

管理创新直接提升企业的价值：通过管理创新降

低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企业效益。 

管理创新辅助技术创新实现企业价值：管理创新

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促进技术创新向产品创新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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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转化，并为创新产品顺利实现产品价值，被消费者

所接受。 

 
 
 
 
 
 
 
 
 
 
 
 
 

Figure 2. Value system of innovation 
图 2. 创新的价值体系 

4 创新的源动力 

4.1 管理创新的源动力 

管理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的管理

人员必须对企业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作出调整或变

革，寻求有效的管理行为，以便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

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另外一方面，企业发展到一

定阶段，管理者主动实施自我调整和变革，寻求更好

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这样可以为企业拓展更大的

发展空间[7]。由此可以把管理创新分成被动式创新和

主动式创新： 

主动式创新：动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企业管

理者的超前意识，引领企业管理的发展方向，拓展企

业的发展空间。这种企业是通过管理创新创造领先优

势，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被动式创新：动力来源于企业外部环境的竞争压

力，迫使企业对自身的管理体系进行变革，以便获取

生存空间。采取被动式创新的企业往往缺少居安思危

的意识，只有当企业的发展面临困境的时候才意识到

不创新将无路可走。 

4.2 技术创新的源动力 

技术创新的源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产品自身发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来源于从事技术

开发的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在此也可以把技术创新

分成被动式创新和主动式创新： 

被动式创新（必须创新）： 

（1）产品落后，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无法适应市

场也无法满足顾客需求； 

（2）竞争对手能提供更优秀更适用的产品，比你

的产品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 
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产品价值

实现

企业利润、企业价值

战略创新

制度创新

……

市场创新

商业模式

创新

（3）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产品设计并没有

考虑到产品使用的过程中一些始料不及的变数，暴露

出设计缺陷，企业必须通过技术革新弥补不足； 

（4）产品已经发展到的生命周期的尾声。 

主动式创新（积极创新，创造优势）： 

（1）顾客在使用的过程中提出新的需求，及时作

出反应，满足顾客的需求，赢得更多的顾客和更大的

市场。 

（2）挖掘顾客潜在的需求，主动实施技术创新，

开发新产品，以达到引领顾客消费需求的目的。 

（3）主动应对技术的发展趋势，开发出技术领先

的产品。 

5 创新的实现 

创新是一个积累→突破的发展变化的过程，没有

积累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突破。 

从技术角度而言，技术创新需要的积累分知识积

累和信息积累：知识积累：产品组成的知识体系，即

设计产品的技术依托和理论依据；信息积累：产品的

最新资讯，包括市场及顾客对产品的诉求、竞争产品

的信息、产品所处的产品生命周期等。 

从管理角度而言，管理创新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通过实践或对比，剖析和认识现行的管理体系是否适

应现在的企业发展，关注管理的发展动态，学习和借

鉴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 

5.1 创新对象的划分 

创新意味着变化，通过变化改变现状，达到预期

的目标：企业获得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管理创新可以引起：1、企业

资源（人力资源、金融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等）

利用率的变化，2、绩效变化，3、组织运行成本和效

率变化……等；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技术创新可以引起：1、功能

变化（产品功能的增减），2、性能变化（产品性能相

关参数及可靠性的变化），3、外观变化（几何参数、

外形及外形所赋予的内涵的变化），4、成本变化：产

品开发成本、制造成本及产品性价比的变化……等 

根据创新的变化参量可以把创新对象划分为量化

对象和非量化对象，根据量化和非量化的对象特点可

以分别实现具体的创新。划分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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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novative object  
图 3. 创新对象的分类 

5.2 管理创新的实现 

针对管理创新的量化对象：时间、过程、成本、

资金等实施创新行为，创新点在于控制和优化。创新

目标是为了达到减少额定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优

化生产的工艺过程降低生产成本、及时控制资金的使

用情况减少浪费等。  

对于管理创新的非量化对象：观念、制度、组织

构架、商业模式、企业文化等，创新点在于突破习惯

思维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管理创新的非量化对

象由于被企业的所有工作人员所习惯（深入人心），

而人墨守成规的惰性往往成为了管理创新的绊脚石，

一方面要要企业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目前管理上存在的

不足和危害，另外要制定相应的创新步骤，用企业美

好的发展愿景引导员工自觉地配合管理创新的实施。 

5.3 技术创新的实现 

技术创新的量化对象是技术创新的核心，直接关

系到产品的提供的功能的质量和顾客满意度，一方面

可以迎合现在的产品发展趋势和顾客的需求改变性能

参数，另外可以根据技术发展形态，及时引进新技术

提升或改变产品的性能参数、几何参数、品质指标，

已达到领先市场、和满足顾客需求的目标。 

非量化对象主要是工业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以

提升顾客满意度为主要目标。 

外观：设计人员赋予产品外观的美学含义。人对

美学的追求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美不存在一成不

变的效果，美的产品看久了会产生审美疲劳，美学最

理想的状态是变化，变化中的美才能持续的给感官带

来新鲜感和愉悦感。从美学角度而言，所谓的经典就

是持续的时间稍长罢了，变迁之后容易引起人们的回

味，但终将成为历史。 

文化：顾客的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和知识结构）

背景往往影响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开发顺应

顾客文化的产品无疑为创新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人机交互性设计：设计人员为顾客和产品之间搭

建的交互平台，简洁、方便、易用是人机交互的基本

要求。是以满足顾客使用或操作要求为主要目的的产

品设计要素。时下流行的人性化设计就是人机交互设

计的一个典型代表。由于不同的顾客具有不同的习惯、

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人机交互设计的各异性。

人机交互设计是以大众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假设、模

拟的设计过程，假设所考虑的因素存在或缺性，不能

面面俱到，所以设计人员的人机交互设计无法一步到

位，只有当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顾客的反馈不

断地完善。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倾听顾客的意见，通过顾

客的需要对产品进行改进、调整，使得产品能更好的

满足顾客的需求，但是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顾

客的意见往往集中于不同阶段产品的外观设计和人机

交互设计（即工业设计），他们的需求只关注产品的

现实使用情况，缺少基于技术考虑的前瞻性。事实上，

产品的下一次技术突破导致的产品创新可能是顾客根

本没想到的东西，毕竟普通的顾客缺乏一些必要的专

业知识，他们很难从技术的层面对产品的创新提出具

有革命性的创新构思（创意）。 

例如：音乐播放设备的发展过程（图 4）：留声

机→盒式随身听→CD 随身听→MP3→MP4，每个阶段 

的革命性创新都来源于新技术的引进，都是从专业的

技术角度形成突破后引发产品的革命性创新。 

时刻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动态，时刻警惕新技术对

现有产品的冲击，用发展的眼光和发散性视角关注和

评估新技术对未来产的影响和变革，并及时引进和吸

收新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呈现给消费者最新、最优的

产品，才能引领行业创新，使自己的产品成为该行业

的领导者。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可以强化消费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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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xample of product innovation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图 4. 技术创新驱动产品创新例子 

 
并提高产品在竞争中的优势，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

价值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6 结  论 

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充满活力的源

泉，是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双动力。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趋势不断深化，知识的快速更新，技术的飞速

发展，使产品的开发周期和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这就

驱使企业要持续地进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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